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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晨）草地螟、粘虫均被
列入国家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对我国
粮食安全有重大威胁。近日，中国农业科学
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以下简称植保所）研究
员江幸福在该所召开的“草地螟、粘虫发生
趋势研判及对策建议研讨会”上分析预测，
我国本轮草地螟、粘虫的危害范围将进一
步扩大、危害作物种类更多、周期性持续时
间更长、发生程度将重于以住。

据介绍，草地螟曾对我国华北、东北、西
北（三北）地区农牧业生产造成重大损失，严
重时产量损失超 60%。而粘虫也使得粮食损
失超过千万吨。江幸福系统回顾了我国草地
螟、粘虫周期性发生的危害特点、监测预警和
综合防控技术的应用，分析了当前草地螟、粘
虫发生危害新特点和防控新问题。
他说，当前，草地螟已进入第 4个大发

生周期，且本轮周期发生的虫源地涉及国
内外，种群构成复杂，局部地区数量屡创历
史新高，发生区域明显向西转移。而粘虫迁
飞危害规律已发生显著变化，迁飞路线明
显向西偏移，且东西部虫源交流频繁，粘虫
严重危害的区域发生了变化，而且其主要

危害世代、各世代发生范围和主要危害作
物均发生了显著变化。

江幸福认为，目前对草地螟、粘虫的防
控还存在监测预警自动化程度不高以及生
态防控技术研发和集成不足等新问题。

他建议，科研和推广部门需加强合作。
各方应在全球变化和种植结构调整背景
下，深入研究草地螟、粘虫的跨境迁飞、虫
源溯源和周期性发生规律，研发智能化天
空地一体化监测技术，提高监测自动化水

平，并开发特异性迁飞害虫拦截技术，集成
生态防控技术体系。

与会专家认为，当前草地螟、粘虫种群
正迅速恢复并进入关键时期，发生危害形
势严峻，植保所在草地螟、粘虫防控方面有
扎实研究基础，其防控建议对生产部门下
一步做好防控工作有重要意义。同时专家
建议加强研究，进一步提高迁飞性害虫的
智能化监测预警和综合防控水平，实现对
这类害虫的可持续治理。

简讯

实现碳中和须全球化应对气候变化
姻林伯强

近期，欧盟推出碳边境调节机制，把贸
易全球化和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化密切联系
了起来。2020年，欧盟提出 6000亿美元的绿
色基金计划，以求实现之前宣布的《欧洲绿
色协议》的目标，即到本世纪中叶实现“气候
中和”。但是，这项协议同时也包含一个很有
争议的政策，即要求在 2023年前引入“碳边
界调整机制”。简言之，这一机制最简单的方
式是对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过欧盟制造商允
许的进口产品征税。它可能适用于各种碳密
集型行业，如水泥、玻璃、钢铁、化肥和化石
燃料。

征收碳边境税的逻辑似乎很简单，如果
没有它，欧盟可以采取将污染性生产转移的
方式减少排放，但这将损害全球气候收益。
征收碳边境税一方面有利于控制高碳产品
污染，另一方面还可以保护欧洲制造商免受
来自环境标准较低国家的产品的影响。

贸易逆全球化的趋势会对已经形成的
全球高效分工体系造成损害，并造成各国在
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协调难度加大。然而，
全球化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势不可挡的潮
流，是全球合作对话的基础。

历史与现实充分表明，全球化趋势不可
逆转。全球化为世界各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
利益，并直接带动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在
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但日益严峻的气候变
化问题也引发了各个国家对全球气候变化
和环境治理路径的思考。

事实上，人类早已意识到在气候变化和
自然风险面前加强合作交流的重要性，《巴

黎协定》《京都议定书》等一系列公约规章的
签署，彰显着世界各国团结应对气候变化的
责任与担当。但由于美国中途退出《巴黎协
定》、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及全球政治经济
动荡，近两年世界各国在携手应对气候变化
的进程中遭遇一些挫折，需要动员各界立即
开展行动。因此，全球各国需要进一步深化
合作、形成合力，采取有力措施，推动应对气
候全球化。
第一，从贸易全球化的角度来看，随着

国际贸易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对外
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然而，贸易全球化强调
利益，各国可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提升各
自的经济福利。更重要的是，伴随着商品在
国际市场上的交易，技术、资金、信息等要
素资源也实现流动和优化配置。发达国家
依靠跨国公司占据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
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主要集中在加工、组
装、制造等低价值环节。因此，发达国家在
贸易全球化的过程中受益最多且发挥主导
性作用。

第二，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必须是全球化
应对，这要求各国都必须作出相应的贡献。
贸易全球化使得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不可分
割的整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和价值观
不断增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能源需求下
降可能暂时减缓了碳排放，但全球碳排放依
然持续增长。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除了本国
经济增长和化石燃料使用会直接带来碳排
放外，产业链的位置也使发达国家的减排压
力间接传导至发展中国家。由于二氧化碳排

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不存在地点上的差异，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碳排放对全球气候变化
最终影响相同。世界各国只有发挥各自的积
极作用和优势，通过合作对话实现协同性减
排，才有可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

贸易全球化为技术交流与扩散提供了
重要平台，有利于各国加强对节能减排技术
的研发创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善各国
应对气候变化的条件。因此，在贸易全球化
的进程中，发达国家需要不断发挥技术示范
作用，积极开发和共享先进技术成果，而发
展中国家也应主动融入贸易全球化的潮流，
在扩大经济规模的同时实现绿色发展。这
样，全球化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可以进一步
加深各国的交流与合作。因此，解决气候问
题并实现绿色经济发展必须通过开放合作，
摒弃保护主义和关门主义，使贸易全球化有
助于应对气候变化。对于中国而言，通过“碳
中和”目标的提出以及绿色“一带一路”的发
展等，进一步加强中国在全球化应对气候变
化中的贡献。

第三，根据联合国近期发布的一份气
候变化报告显示，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
遏制全球变暖等方面作出的努力依然远远
不够。事实上，一方面，由于各国政治经济
的巨大差异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各国
在践行节能减排和多边主义方面存在差
距，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城镇化中
期加速阶段，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矛盾难以
权衡。因此，应对全球化的过程中，全球各
国需要合作对话，发达国家助力发展中国

家妥善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
关系，大力发展绿色经济。

近几十年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受益于
全球分工协作的不断深化。但随着贸易保护
主义思潮抬头，逆全球化的风险不断加剧。
如果全球分工体系受到损害，各国能源消费
和能源结构可能转向以国内能源资源为主
导，清洁能源的全球资源分配可能受到损
害，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合作努力可能
减少，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实现“碳中
和”可能面临新的挑战。

贸易全球化主要目的是优化全球资源
配置，通过分工提升各国的福利。应对气候
变化的全球化同样是为了实现全球排放的
优化配置。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全球性
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也应该是全球共
同作出贡献。虽然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之
间可能存在政治成本和经济利益的考虑，
但应对气候变化离不开全球性的协作，各
国需要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基础进行全面对
话合作。

中国是贸易大国，也一直是贸易全球化
的倡导者。在参与国际分工，促进全球化深
入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应该同时倡导应对气
候变化的全球化，以贸易全球化支持应对气
候变化全球化。减少清洁能源发展的贸易障
碍，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清洁低碳资源优化配
置，同时尽可能避免贸易冲突，为低碳转型
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

院长）

发现·进展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等

研制高通量大面积
柔性钙钛矿膜

本报讯（记者卜叶）近日，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刘生忠团队与陕西师范大学副研究员冯江山团队合
作，在大面积钙钛矿太阳电池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他们采
用真空沉积法并结合低温退火策略，制备了 400平方厘米
刚性和 300平方厘米柔性高质量甲脒基钙钛矿薄膜，并将
该薄膜运用到蒸发甲脒基钙钛矿太阳电池上，获得了文献
可查蒸发钙钛矿太阳电池的最高转换效率。相关成果发表
在《能源与环境科学》上。

近年来，采用溶液法制备钙钛矿太阳电池取得很大进
展，小面积钙钛矿太阳电池转换效率已达 25.5%。然而，溶
液法制备技术很难实现大面积均匀制备、高通量连续生产，
并且会造成钙钛矿电池中存在溶剂残留，进而影响钙钛矿
太阳电池的稳定性。

该研究采取真空交替沉积技术并结合低真空低温退火
策略，有效调控了钙钛矿薄膜的形核和晶粒生长，实现大尺
寸、高致密、高质量 CsxFA1-xPbI3 薄膜制备，结合
Spiro-OMeTAD空穴传输层制备的钙钛矿太阳电池，转换
效率达 21.32%。此外，合作团队还结合真空法制备的空穴传
输层，实现了全真空法制备钙钛矿太阳电池，转换效率达
18.89%，未封装钙钛矿太阳电池可在空气环境下暗态保存
189天，效率提升 1%，具有较高稳定性。

研究表明，全真空法制备技术可以实现高效率、高稳定
性钙钛矿太阳电池的大面积、高通量制备，对于推动钙钛矿
太阳电池的产业化具有重要意义。

相关论文信息：

真空沉积钙钛矿薄膜示意图。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供图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为褐藻遗传育种
提供方法学支持

本报讯（记者廖洋通讯员王敏）近日，《藻类学杂志》在
线发表了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在大型经济褐藻遗传育种研究
方面的最新成果。海藻种质库团队根据裙带菜生活史特点，
提出了构建双单倍体（DH）群体的方法，并研究了孤雌生殖
与雌雄同体表型的遗传规律，为海带目褐藻遗传育种研究
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学支持，为揭示裙带菜性别决定的遗传
学机制提供了重要依据。

裙带菜是我国重要的经济海藻之一，在我国已经有近半
个世纪的栽培历史，主产区为辽宁、山东。近年来，该所海藻种
质库团队成功培育了我国第一、二个裙带菜新品种“海宝 1
号”和“海宝 2号”，结束了裙带菜依赖国外引种的历史。

海藻种质库团队利用经典遗传学方法，发现经过减数分
裂后，裙带菜配子体的雌雄同体与孤雌生殖表型是可遗传的，
揭示了雌雄同体表型的伴性遗传现象（即只出现于雄性配子
体中），暗示决定雌雄同体现象的基因位点可能位于雄性染色
体的性别决定区（SDR）或与其紧密连锁。研究人员利用这种
遗传特性，在裙带菜中提出并建立了利用孤雌生殖和雌雄同
体现象构建DH群体的方法，并通过培养实验及分子标记与
细胞流式技术检测，证实了该方法的准确性和可行性。

相关论文信息：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等

揭示木薯单体型
基因组进化

本报讯（记者张晴丹）近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
生物技术研究所和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联合福建农林
大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等 13 家单位，绘制了木薯栽培
品种 SC205（华南 205）高质量参考基因组和单体型基因
组图谱，揭示了等位基因表达分化规律及其对木薯重要
性状的影响，以及基因组高杂合的进化驱动力等问题，为
木薯遗传改良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相关研究成果在线
发表于《分子植物》。
木薯是世界重要的粮食作物和能源作物，为 105个国

家近 10亿人口提供了碳水化合物来源。木薯基因组具有高
度杂合特征，使其成为研究等位基因分化的良好系统。目
前，大多数参考基因组为单倍型镶嵌组装，限制了对基因组
中等位基因变异的功能研究和育种利用。

该研究针对木薯高杂合性的遗传基础及其进化驱动力，
依托热带生物组学大数据中心平台，获得了以下三方面研究
结果：一是利用单分子测序和Hi-C技术绘制了木薯栽培品
种 SC205参考基因组图谱，注释了 37923个基因，进一步构建
了 18对同源染色体高质量单体型基因组图谱，鉴定了 24128
个双等位基因；二是通过转录组分析发现双等位基因间广泛
发生的表达不平衡，且淀粉和蔗糖代谢途径上的双等位基因
表现出显著的表达分化；三是等位基因组进化分析揭示了基
因组快速进化可能是木薯高杂合性形成的重要驱动力。

专家认为，该研究深化了对木薯双等位基因变异遗传
基础的理解，为利用双等位基因创新木薯和其他高杂合作
物育种策略提供了新见解。
相关论文信息：

植物保护专家预警：

草地螟与粘虫新一波危害可能更广

粘虫幼虫和成虫
中国农科院供图

北京市将打造
商业航天产业基地

本报讯 4月 18日，在首届北京商业航
天发展大会上，大兴区集中签约了多个商业
航天产业项目，并宣布创建北京商业航天产
业基地，入驻企业可享多项优惠政策。

该基地将围绕商业火箭研发、关键零部
件、系统集成以及卫星互联网示范应用等领
域，汇聚卫星应用、信息技术、航天材料和先
进能源等配套企业，形成全产业链布局发
展。同时，建立商业航天企业孵化、共享、创
新平台，营造航天产业节约集约、协同共享、
创新发展的良好生态。 （郑金武）

青岛农大扇贝育种技术
获 4项美国发明专利授权

本报讯近日，青岛农业大学教授王春德
团队申请的“紫扇贝与海湾扇贝三系杂交育
种体系及应用”等 4项发明专利获得美国专
利与商标局授权，实现了对紫扇贝与海湾扇
贝杂交育种和制种技术的国际保护。

据介绍，为改良海湾扇贝种质，该团队自
2007年开始从秘鲁引进了养殖性状优良的紫
扇贝，并将其与海湾扇贝杂交，首次培育出雌
雄同体型扇贝的种间杂交后代，并首次构建了
包括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的杂交扇贝
三系育种体系。利用相关专利技术，可培育出
高纯度的杂交扇贝苗种，进一步提高养殖扇贝
的质量和产量。 （廖洋曲天泽）

第十五届中国电子信息技术
年会召开

本报讯 近日，第十五届中国电子信息
技术年会在重庆召开。本次年会主题为“智
慧 +”，旨在汇聚电子信息技术领域顶尖专
家，共同探讨前沿领域新理念、新方法、新
实践，增强国家科技创新实力，推动信息化
产业发展。

据悉，本届年会由中国电子学会、重庆两
江新区管委会联合主办，由主论坛和 21个专
题论坛组成，会上包括 34位院士在内的 200
余名专家作了学术报告，为历届参会院士人
数和专题论坛数量之最。来自全国电子信息
领域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的专家学
者 2000余人参会。 （卜叶）

科普新著《不许生病》发布

本报讯 4月 19日，由解放军总医院国
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小
宁著、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不许生病》新书发
布会在京举行。该书秉承“每个人都是自己
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观点，从自我健康管理
角度探讨了如何更加健康、远离生病。

王小宁还分享了“配偶综合征”“增龄科
学”“没有医学支撑的穿戴设备都将沦为玩
具”等观点，其中很多内容来源于自己从医
几十年的亲身经历以及学术界最新的成果。

据介绍，该书还在形式上进行了创新，
每本书增加了一个读者专属二维码，通过
扫码注册，可以在平台内实现专题讨论、提
问，与王小宁团队线上沟通，其团队也将在
此平台中定期更新内容，为读者提供更多健
康资讯。 （高雅丽）

本报讯（记者卜叶）近日，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人工光合成”基础科学中心
启动会在辽宁大连举行。该基础科学中心
是我国人工光合成领域的首个基础科学中
心，将集中攻克人工光合成太阳燃料的关
键基础科学问题及技术瓶颈，对调整我国
能源和化工行业结构，缓解人类面临的气
候变化、能源安全及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该基础科学中心由中科院院士、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太阳能研究部
主任李灿牵头，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和
大连理工大学共同参与，并聘请了国内外
30 位科学家担任国际顾问委员和学术委
员。此外，该中心还联合了人工光合成领域
国内外 20余个活跃的科学家团队作为合

作研究团队，共同促进我国该领域的发展。
李灿表示，该基础科学中心立足基础科

学研究，聚焦人工光合成领域的关键科学问
题，与半导体光电材料物理学、催化科学和自
然光合作用合成生物学领域交叉。“该基础科
学中心将极大推进人工光合成基础科学领域
的研究进程，促进相关交叉学科的发展，培养
一批高水平研究人才。”李灿说。

我国首个人工光合成基础科学中心启动

“高原精灵”雪中迁徙
月 日，一群藏羚羊向卓乃湖方向行进。
近日，可可西里迎来降雪，大量藏羚羊汇聚在可可西里五道梁

地区，踏上迁徙之路。
“高原精灵”藏羚羊的迁徙，被称为全球最为壮观的三种有蹄

类动物大迁徙之一。每年 月底，藏羚羊逐步汇聚在可可西里五道
梁地区，往“大产房”卓乃湖迁徙产仔。 新华社记者吴刚摄


